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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2年12月21日，在台大一個公開的演講中，中研院台史所教授吳睿人老師如此把史明先生與中研院
曹永和院士比擬在一起：他認為，這兩位同一世代的人，同樣對台灣充滿熱情，後者在體制內、學術
上為台灣作了無比貢獻；史明先生則堅持在體制外、用行動，為台灣做出同等重要的貢獻....
他們同是士林人，因共同研究台灣史結緣，但後來則各自走出不同的道路。
中研院院士曹永和老師在台灣自學十餘載，提出「台灣島史觀」，給台灣歷史一個全新的定位。
史明先生流亡日本後，不因時勢混亂而中斷研究，最終撰寫第一本台灣民族史《台灣人四百年史》，
加速「台灣意識」萌芽，對二二八事件後的年輕人有深遠影響。

史明，認識他的人都尊稱他為「歐李桑」(□□□□)。
年屆九十多歲的高齡，為人謙和，但當他說起自己近一世紀的流亡生涯，你才發覺底蘊在他內心的堅
韌與強悍。
那樣的態度是一個即將消逝的世代，爭取獨立的剛毅精神，以及對於台灣歷史、土地以及人民生活的
尊重。

在這部口述史裡，說著近代台灣人民的動盪生活。
我們也得以在此，遇見年輕史明的夢想與熱情，看著他如何一步步朝著台灣獨立的理想邁進。
這是一個左翼青年渴望獨立的真實實踐，也是台灣一個世代奮鬥掙扎，尋求認同的縮影。

島嶼台灣，有許多值得探索的意義。
本書共以三冊《穿越紅潮：1918-1949》《橫過山刀：1950-1974》《陸上行舟：1975-2010》收錄史明長
達近一世紀的生命歷程，希望藉由描述這個一生堅定志向的革命家，從啟蒙到獨立的過程，讓讀者體
悟大時代下，台灣人的生命價值。

史明是誰？

──他是「台灣最後一個黑名單」，台灣獨立運動的重要精神領袖史明，是台灣獨立運動的重要領袖
，在台灣步入「民主」後，堅持走向台獨路線的史明，於當年的社會氣氛下被稱為「最後一個黑名單
」。
他於1993年回到台灣，積極推廣在日本一手成立的「獨立台灣會」的政治理念，以宣傳車走遍大街小
巷，主張台灣獨立建國以及台灣民族主義。
史明曾參與幾起重要的社會運動，2005年，在中國片面通過反分劣法後，史明於台大校門口發起長
達14天之靜坐活動；或亦在當年，連戰啟程赴中國時，發動群眾於中山高速公路及桃園機場阻擋連戰
車隊，引起社會關注。
2012年底在自由廣場舉辦的「反媒體壟斷跨年晚會」，史明也在現場，支援台灣年輕的一代。

──他以日文撰述《台灣人四百年史》，是讓「台灣意識」覺醒的重要台灣史鉅著
史明流亡日本期間，在西池袋開設餐廳「新珍味」，一方面將餐廳所得支助海外台獨運動，一方面餐
廳二樓的居所，也成為史明撰述《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地方。
史明花費10年人生，以日文撰述而成，為了擺脫400年來為外人殖民的史觀，史明以台灣人的角度來看
台灣歷史，讓台灣意識自此萌芽，此書於1980年引進台灣，對當代及其之後的年輕人都引起深刻而重
大的影響。

──除了「革命家」、「台獨大老」，史明「這個人」的思想與精神是什麼？

希望在革命家與台獨大老的形象之外還原史明的樣貌，是「史明口述小組」紀錄口述史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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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明為什麼會走向堅持台灣獨立的道路，他的思想與理念之所以形成的原因與脈絡，都如絲絲細線交
織出他長達近一世紀的人生故事。

各界推薦
何榮幸　資深新聞工作者
台灣歷史很難再有如此波瀾壯闊的體制外革命傳奇，他是九十四歲的台灣版格瓦拉，至今還拿著寶劍
對抗風車的台灣版唐吉訶德。

不論贊不贊成他的主張，你都會對他的堅定執著充滿敬意；不論支不支持他的行動，你都會被他的理
想熱情深深打動。

有幸認識史明先生二十載，對歐吉桑的感佩二十年如一日。
他堅持與勞苦大眾站在一起的孤獨身影，是這個時代最令人動容的高貴心靈。

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史明在流亡的困頓之中，在缺乏本土與外來左翼理論傳承奧援的情況下，仍然獨力創造出了一個非血
緣論的，以社會為中心的（societal），相對進步的「臺灣人」民族史敘事。
更重要的是，儘管有種種限制，史明依然創造了迂回曲折的臺灣民族主義史上第一個民族史敘事。
雖然他的理論意識尚未銜接戰前世代，他的歷史意識卻超越了前一個世代，因為他奮力寫出了先行者
夢想，但卻遲遲未能完成的，民族的傳記。

許維德　交大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史明之故事最重大的啟示，可能莫過於「先成為人，再成為台灣人」的這個過程。
老先生曾經認為，「階級革命」可以解決「民族問題」，所以對自己的民族認同，並不是太在意，甚
至可以為了這樣的信念而到中國去從事地下情報工作，並實際參與所謂解放區」的游擊戰。
然而，這樣的一位紅色戰士，到最後卻投入了「台灣民族主義」的懷抱，決意要為之生，為之死。

陳儀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這本書背後的共同基礎，正是對台灣深深的愛。
而我有幸見證這樣美好的一種傳承，真要替台灣感到高興，感恩上蒼以諸多因緣促成這一樁美事。

曾士榮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史明先生口述歷史的出版，預料將會是繼《台灣人四百年史》的通史論著之後，對於台灣研究學界，
乃至台灣政治社會的許多面向，產生相當程度的激盪與顯著影響的一部作品。

薛化元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所長
史明先生以一己之力，從左派的角度來推動台灣獨立運動，是台獨運動中少數的特例，因為不僅他是
左派，更重要的是，獨立台灣會這個組織的推展過程明顯的是以史明先生為中心所展開的，在這樣的
經驗與現實政治上的作為，對於研究台獨運動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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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
由台大濁水溪社、台灣文學研究討論會（TWLS）以及其他台灣研究相關系所的同學組成。
除了口述史訪談外，亦參與《台灣人四百年史》校正版的製作與史明學相關論述的介紹與深化。

受訪者簡介
史明
本名施朝暉。
1918年生於台北士林。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之後，赴中國抗日。
戰後潛返台灣，因預謀行刺蔣介石失敗，偷渡赴日。
流亡日本期間以新珍味麵館支援台獨運動，1967年更成立獨立台灣會組織，進行地下反殖民革命行動
。
1993年返台，繼續推動台灣獨立運動。
為台灣民族主義信仰奮鬥至今。
其於1962年出版的著作《台灣人四百年史》為最早後殖民史觀之台灣史著，從政治經濟角度開展，為
台灣民族主義奠下極為重要的論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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